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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调研时强调，重庆要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和落实“两
个毫不动摇”，一手抓深化国企改革、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企业，一手抓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
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联
动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敢为人先 重庆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

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重庆大山大水、地处内陆，开放

的基础条件远不及沿边沿海地

区。但重庆渴望拥抱世界，从未

停下过开放步伐。随着现代化

新重庆建设提速，重庆开辟的

“东南西北”四向物流大通道日

趋成熟，“铁公水空”多式联运蒸

蒸日上，推动开放型经济蓬勃发

展，让重庆由内陆腹地迈向开放

前沿。

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

程中，重庆披荆斩棘，留下了很

多意义重大、值得铭记的瞬间和

故事。

4月13日，
位于沙坪坝区
国际物流枢纽
园区的兴隆场
编组站。该站
是西南地区规
模最大的铁路
编组站，为中欧
班列、西部陆海
新通道班列等
国内外班列高
效运行提供运
力保障。

通 讯 员
郭晋 摄/视觉
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杨骏

故事1

开辟中欧班列
意 义：打通内陆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通道
亲历者：长寿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员 胡红兵

“参与这条通道的开行，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经历之
一。”提及中欧班列（渝新欧）时，胡红兵难掩激动。

时间回溯到2009年，重庆组织专班，想要打通一条
由铁路直达欧洲腹地的物流大通道。胡红兵是专班成员
之一。

“当时惠普等笔电企业已落地重庆，很多产品要运往
欧洲。”胡红兵说，重庆通过铁路向西直达欧洲，比向东通
过水运抵达沿海再转海运至欧洲，时间和距离都更短。
这也是重庆想要开辟这条通道的原因。

但重庆当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开通此线路，需要跟
沿途各国协商，在通关上达成共识；二是因无经验可循，
一切要靠自己摸索。

重庆成立专班，就是为了解决这些事。胡红兵还记
得，那个时候自己和同事吃住在单位，每天不是研究线
路，就是协调部门，大家誓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进展也很快。2010年8月，重庆方面找到海关总署
和原铁道部，希望能开行重庆至欧洲铁路“五定班列”，得
到两个部门的支持。

几乎同一时间，在柏林召开的欧亚铁路会议上，重庆
与辛克（全球物流巨头）、TEL（德铁和俄铁的合资企业）
等企业搭上线。随后，重庆又陆续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等国家的铁路公司和政府部门建立联系，逐渐形成了多
边磋商机制。

同年10月，重庆开始测试这条通道的国内路线——
直达新疆阿拉山口，中间不停靠。其间，有个细节让胡红
兵印象深刻。

“当时找不到测试用的电子产品，是我和同事把自己
用的笔记本电脑拿出来测试。”胡红兵说，那台电脑现已
不能使用，但依旧被自己留存当作纪念。

最终，国内段测试成功，也验证了班列的可行性。一
个月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联合签署便捷通
关协议——重庆出口货物通过新疆阿拉山口出关，途经
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只进行一次海关检查。

2011年3月，经过多次前期测试，“渝新欧”国际铁
路班列从重庆沙坪坝区团结村中心站出发，历时16天，
顺利抵达德国杜伊斯堡。一条横跨亚欧大陆，途经数个
国家，从中国内陆腹地直达欧洲核心城市的国际物流大
通道宣告诞生。

故事2

自研恒温集装箱
意 义：为铁路冬季运输电子产品提供保障
亲历者：渝新欧（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智科

渝新欧公司是专门负责中欧班列（渝新欧）运行的平

台企业，陈智科是该公司最早的一批员工之一。
“班列开行第二年，我们就遇到一大困扰。”陈智科

说，中欧班列（渝新欧）当时的主要货物是IT产品，对低
温非常敏感，存放温度不能低于零下20℃。但中欧班列
（渝新欧）沿途经过的 6个国家，最低温度可达零下
40℃。

中欧班列（渝新欧）的第一班3月开行，那时春暖花
开，不存在低温问题。但到了冬季，IT产品无法运输，
班列开行很可能“断档”。所以，不突破在极寒环境下
运输IT产品的问题，班列的开行数量、影响力都会受到
影响。

陈智科说，惠普公司引进了柴油发电机控温集装
箱，但它的电子元件在极寒环境下容易发生故障，且消
耗燃油，造价和运营费较高。也曾考虑用蓄热保温板，
但它占用集装箱的空间较大、装卸作业复杂、操作不
便、易破损。

最后，渝新欧公司决定：通过自主创新研发一款能彻
底解决中欧班列（渝新欧）在极寒环境下的运输问题，且
性价比高、易操作的产品。

“2013 年初，我们通过市级部门找到了多个单
位。”陈智科说，当时在办公室里，坐着巴斯夫、霍尼
韦尔等公司，以及后勤工程学院、重庆大学、四川大
学等学校及科研机构的代表，大家一起探讨解决这
一难题。

经过近一年的研究、试验，渝新欧公司的“独立蓄热
控温集装箱”正式出炉，其核心原理是一种相变材料，其
具有低温下结晶凝固放热，高温下融化蓄热的特性，即利
用重庆至欧洲冬季地域自然环境温差进行蓄放热。这一
过程完全依靠自然气候变化来进行能量调节，箱内温度
调节也是通过物质自身的物理性质自动进行，不需要消
耗化石能源。

2014年1月24日，中欧班列（渝新欧）首次在冬季运
输了44个集装箱货物。2015年冬季，该班列共运输集
装箱213个，其中使用“独立蓄热控温集装箱”196个，成
功“破冰”。

故事3

打破铁路运邮禁令
意 义：让邮包成为铁路货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亲历者：渝新欧（重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蓉

2013年11月，时任中国邮政集团总经理李国华来
渝时提出，希望依托中欧班列（渝新欧），将重庆打造为继
北京、上海、广州后，我国第四个国际邮件互换中心。这
就要求中欧班列（渝新欧）要试验运邮。

“当时知道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张蓉坦言，在铁路合作组织（OSJD）1956年颁
布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以下简称《国际货协》）
中，明文规定“在国际铁路直通货物联运中不准运送邮政
专运物品”。

当时电商已经在快速发展，跨境电商也开始萌芽，邮
包很可能成为中欧班列（渝新欧）的重要货物。为此，重
庆决定推进铁路运邮事宜。

但这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当时中欧国际铁
路从未运输过装载国际邮包的集装箱，各国海关、检验检
疫、邮政部门如何依托国际铁路协同工作也毫无头绪。

所以，想要实现铁路运邮，重庆需得到相关部委
的支持，与铁路合作组织27个成员国的铁路部门进
行协调，还要跟中欧班列（渝新欧）沿线海关、检验
检疫和邮政部门进行对接，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可想
而知。

但重庆敢为人先。2014年1月，重庆首次组织中欧
班列（渝新欧）进行国内段运邮测试，摸清了国际邮包运
行中涉及运输、海关、检验检疫、邮政等环节的影响因
素。随后，重庆又与海关总署、中国邮政集团、中铁总公
司等单位，以及沿线各国相关机构进行沟通。

“那一年，相关的会议召开了30多次，各种电子邮件
来往超过300封。”张蓉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6月，铁路合作组织在立陶
宛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版《国际货协》,删除了禁止运
输邮政专用品的相关描述。一条实施了58年的禁令，在
重庆的努力下被废止。

如今，重庆已经成为全国铁路邮包的疏运中心，更是
全国铁路运邮的试点城市，也成为全国唯一常态化开展
进出口运邮的城市。截至目前，中欧班列（渝新欧）已累
计发运国际邮件超3000万件，货值约25亿元。

故事4

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
意 义：让内陆地区有了新的出境出海大通道
亲历者：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段本生

在陆海新通道公司，段本生算得上资历最老的成员
之一，他见证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谋划、诞生、成长、发展
的全过程。

段本生回忆，那是2016年3月的一天，重庆国际物
流枢纽园、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新加坡港务集团
（PSA）三方汇聚，并进行了探讨。三方初步设想：“重庆
铁路港—广西北部湾港—新加坡港”三港联动，实现“一
带一路”无缝衔接、内陆口岸与全球连接、中西部与东盟
联动发展。

“之前重庆开通过中欧班列（渝新欧），在这方面有经
验，也有信心。”段本生说，仅两个月后，重庆国际物流枢
纽园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
定共同推动通道物流建设、国内国际贸易、金融资本服
务、资源互导共享等事宜。

让通道有进一步实质进展的是2017年2月在北京举
行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会
上中新双方提议，探讨建设一条通过北部湾—新加坡—重
庆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结合的陆海贸易路线。

于是，陆海新通道的前身——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
向通道（当时简称南向通道）首次被正式提出。

“我们和广西得到消息后很激动，马上进行了沟通，
然后互派团队调研。”段本生说，同年3月，广西专题调研
组从贵州到重庆，一路考察沿线铁路、公路基础设施、重
要工业园区，并与两省市政府主动对接洽谈启动南向通

道合作事宜；4月，重庆派出近40人工作组，从广西沿海
到沿边、从港口到口岸，进行深度考察调研。

2017年4月至5月，广西和重庆开行测试班列。9
月开行常态化班列，南向通道正式开行。

而后的故事，便是水到渠成。
2018年11月，中新两国正式签署《关于中新（重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合
作谅解备忘录》，南向通道正式更名为“国际陆海贸易新
通道”，简称“陆海新通道”。

2019年8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正式发
布，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2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形成了“13+2”（西部所有
省区市、海南省、广东省湛江市、湖南省怀化市）省区市共
建格局。

故事5

重庆成为首个常态化开行
中老铁路班列的城市

意 义：内陆地区依托中老泰线路实现互通直达
亲历者：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主任、
研究员，上海市长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挂职）
刘玮

“中老铁路2021年12月开通，我们提前一年多时间
谋划和筹备货运班列。”刘玮参与了重庆开行中老铁路班
列的全过程。

开辟一条国际货运班列不是简单地发个车，而要考
虑货源组织、线路研究、测试通关等多个环节，需要统筹
的事项非常多。同时，重庆此前没有直达老挝的铁路线
路，当地及周边企业对这条线路也不了解。

刘玮说，为了组织货源，他与有关平台公司一道，通
过网络会议、专题交流和贸易洽谈等方式，与老挝政府、
行业协会、大型企业反复沟通，让他们及时全面准确地了
解通道建设运营情况，“比如，我们举办了陆海新通道国
际合作论坛，邀请老挝方面来重庆交流，希望他们借助重
要的展会论坛熟悉重庆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另一方面，重庆还有针对性地组织货源。
刘玮回忆，有关平台公司派专人去了解东南亚市场

情况，得知“洽洽瓜子”在当地很受欢迎。为此，其迅即与
洽洽瓜子公司联系，并迅速达成一致意见，洽洽瓜子成为
重庆常态化开行中老铁路班列稳定的货源之一。

同时，有关平台企业还组织了一些在东南亚地区广
受欢迎的重庆及周边地区货源，如摩托车、通用机械等。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开通。因为提前

一年多进行准备，12月4日上午，重庆开出了西部陆海
新通道中老铁路班列，将58个装满坚果、摩托车配件、
化工品等物品的标箱发往老挝。至此，重庆直达老挝，
比传统陆运缩短近一半时间，比陆运转海运减少20多
天。

随后，重庆在班列开行方面持续发力，实现了中老铁
路运营上的“三个第一”——第一批开行中老铁路国际班
列的城市、第一个开行回程班列的城市、第一个实现“周
周班”常态化运行的城市。

核心提示


